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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新冠肺炎背景下的抗疫精神对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选取西南科技大学67名大

学生使用大五人格尽责性分量表、成人国家认同量表进行2 (社会责任感：高，低) × 2 (抗疫精神视频启

动：观看，不观看)被试间设计实验，结果发现：被试的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高责任感被试的国家认

同得分显著高于低责任感；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主效应显著，观看抗疫视频的实验组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

高于没有观看抗疫视频的控制组被试；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交互作用显著。未来可通过社会、

学校媒体等方式宣传抗疫精神，进一步增加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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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anti-epidemic spirit in the background of COVID-19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eenagers, especially for college students, sixty-seven college students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to this experiment. 
This experiment was a two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gh vs low) by two (anti-epidemic spirit ac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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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vs no) design.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responsibility scale and Chinese-National Identity Scale 
were us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effe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was significant, the national 
identity scores of high responsibility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ow responsibility 
subjects; the main effect of anti-epidemic spirit’s activation was significant. Subjects who watched 
the video had higher national identity scores than control subjects who did not watch the video; 
besid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video priming. In 
the future, the spirit of anti-the epidemic can be publicized through society and school media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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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肺炎来势汹汹，短短几十天席卷全国，给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这是我国自成立以

来遭受过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在此次疫情发生之际，以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各组人民举全国之力共克时艰，深刻地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郑忠梅，2021)。
抗疫精神的传承需要青少年的主动参与，反之，抗疫精神也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鲜活的素

材。以往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国家责任感较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凸出(郭永兴，孙继红，2021)，而

抗疫精神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奋斗精神与担当的品格(王建，2021)。以新冠肺炎背景作为思想

政治教育的切入点，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强化社会责任担当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宋乃庆等，

2020)。 
国家认同指“公民通过确认自己是否属于某一国家，从而形成个体归属于某一国家的意识，产生对

国家的归属情感，并以一个主动参与者的身份关心国家”(管健，郭倩琳，2019a)。国家认同是国家存在

的社会心理基础。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下，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教育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具有重要

意义，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陈丽君，胡恒恒，2021)。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国家认同研究，从研究领域

上看，主要集中于国家认同与个体差异、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的关系(于海涛，金盛华，2013)；从研究对

象上看，以港澳台青少年和少数民族青少年等特定群体为主，对于青少年这个普遍群体关注较少；从研

究方法上看，大多采用形而上的主观思辨法，缺少量化手段(陈丽君，胡恒恒，2021)。基于此背景，本研

究拟采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入手，选取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实验研究。 
国家认同不仅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社会信念、价值观等个体差异的影响(于海涛，

金盛华，2013)，而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息息相关，拥有正确价值观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更高(吴培启，宋

彤，2021)。因此研究作出假设 1：社会责任感会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社会责任感高的大学

生国家认同程度也高，社会责任感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程度较低。 
学者仲寒利(2019)认为时代背景、社会发展、文化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且文化影响对青少年

国家认同的影响最大(刘森林，2017)。抗疫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更加具有伟大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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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染力。在新冠疫情这种重大突发事件下，更是一场国家认同教育公开课(胡鑫，2021)。因此研究作出

假设 2：在新冠肺炎背景下的抗疫精神文化的启动会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在抗疫精神的激

励下，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少年国家认同水平会显著提高，且抗疫精神的启动能显著提升尤其是低社会责

任感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 

2. 方法 

2.1. 被试 

实验对象为高校在校本科生，在实验开始之前采用整群抽样法对 300 名被试用大五人格量表中尽责

性分量表进行筛选，以尽责性得分高低 27%为筛选原则。在得分前 27%的被试中选取高责任感被试 39
名(男生 21 名，女生 18 名，年龄 17~23 岁，M = 19.71，SD = 1.28)、低责任感被试 28 名(男生 10 名，女

生 18 名，年龄 17~23 岁，M = 19.75，SD = 1.34)，两组被试的尽责性得分(总分在 31~57 分之间)存在显

著的差异(高责任感组 M = 45.46，SD = 3.87，低责任感组 M = 35.96，SD = 2.12，t(65) = 11.57，p < 0.05)，
然后将高责任感、低责任感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最后实验组 30 人(高责任感被试 18 名，低

责任感被试 12 名；男 13 名，女生 17 名)，控制组 37 人(高责任感被试 21 名，低责任感被试 16 名组成；

男生 18 名，女生 19 名)。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尽责性分量表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实验组 M = 41.60，SD = 
5.59，控制组 M = 41.55，SD = 5.90，t(65) = 0.90，p > 0.05)。 

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自愿且之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实验。 

2.2. 实验设计 

采用 2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观看，不观看) × 2 (社会责任感：高，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则

是被试在成人国家认同量表上的得分。 

2.3. 实验材料与工具 

2.3.1.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材料 
经过前期筛选，挑选出 5 个视频组织 35 名没有参与后续实验的被试观看并进行视频评分。5 个视频

来自于网络，视频形式为微纪录片以及歌曲 mv，视频素材均来自于疫情期间一些感人新闻报道的剪辑拼

接，例如客车司机不远千里运送物资，医护人员战斗一线，志愿者捐款、捐赠口罩、物资等。以往研究

表明，被试对情绪材料越熟悉则越容易诱发情绪体验，并且在感动的情况下被试的利他行为会相应提高

(艾娟，贾喜瑶，2021)。因此在唤醒度(1：非常平静，7：非常激动)、效价(1：非常不愉快，7：非常愉快)
评分的基础上加入对视频熟悉度、感动程度(1：非常不熟悉/不感动，7：非常熟悉/感动)的评定。问卷采

用 7 点计分。最终选取视频材料 1 (感动程度 = 5.86 ± 1.50；唤醒度 = 5.46 ± 1.48；效价 = 5.74 ± 1.36；
熟悉度 = 5.51 ± 1.46)、视频材料 3 (感动程度 = 5.91 ± 1.22；唤醒度 = 5.74 ± 1.46；效价 = 5.91 ± 1.29；
熟悉度 = 5.60 ± 1.31)；视频材料 5 (感动程度 = 5.91 ± 1.15；唤醒度 = 5.51 ± 1.70；效价 = 5.71 ± 1.51；
熟悉度 = 5.43 ± 1.48)三个视频组合成为“抗疫精神”视频启动材料。视频分别为《全民抗疫》微纪录片、

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抗疫版 mv、张杰《只要平凡》抗疫版 mv，视频总时长为 12 分 40 秒，分辨率

为 1080 × 1920。 

2.3.2. 问卷 
成人国家认同量表(Chinese-National Identity Scale, C-NIS)：量表由管健、郭倩琳编制(管健，郭倩琳，

2019b)，由 26 个题项和 5 个维度构成，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大五人格量表中“尽责性”分量表：由 John 等人在 1991 年编制(John et al., 1991)，该量表一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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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题项，采用 5 点计分，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责任

感越高。本研究中的 alpha 系数为 0.6。 

2.4. 实验程序 

实验在西南科技大学心理学实验室内完成，实验室干净、敞亮、舒适，无噪音干扰。在正式实验开

始之前告知被试此实验结果仅用作学术研究，让被试据实作答，并保证实验结果保密，不会用作其他用

途，得到被试的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始实验。 
本次实验的流程如下：首先通过大五人格量表筛选出作为本次实验的高责任感组和低责任感组的被

试，再通过随机化的处理将两组平均分成四个组，即高责任感 A 组，高责任感 B 组，低责任感 C 组和低

责任感 D 组。接着将高责任感 A 组和低责任感 C 组组成本次实验的实验组，高责任感 B 组和低责任感 D
组则组成对照组。实验开始时，实验组观看作为被试国家认同感的启动材料视频，对照组则不进行任何

处理。实验组在观看完视频后用成人国家认同量表对实验组施测，对照组直接进行用量表测量。实验结

束之后，被试获得作为报酬的精美小礼品并离开实验室。 

3. 数据结果 

为考察被试的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以国家认同得分为因变量，对

其进行 2 × 2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在国家认同得分上，被试的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F 
= 4.18，p < 0.05)，高责任感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显著高于低责任感，即高责任感被试的国家认同更强；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主效应显著(F = 15.28，p < 0.000)，观看抗疫视频的实验组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高于没

有观看抗疫视频的控制组被试，即观看抗疫视频被试的国家认同更强；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

交互作用显著(F = 7.96，p < 0.0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启动下，实验组的

高责任感、低责任感的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没有观看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控制组

中，高责任感的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显著高于低责任感的被试(见表 2)。 
 

Table 1. The variation resources from C-NIS 
表 1. 国家认同问卷变异来源情况 

来源 df F p 

是否观看视频 1 15.28 0.000*** 

社会责任感高低 1 4.18 0.046* 

是否观看视频 × 社会责任感高低 1 7.96 0.00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2. The national identity scores from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2. 国家认同问卷实验组控制组得分情况 

是否观看视频 社会责任感高低 N M SD 

是 
高 17 106.53 3.56 

低 12 107.58 4.91 

否 
高 18 105.06 5.55 

低 13 98.46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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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社会责任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王晓瑭，

安利萍，2017)。实验发现，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高责任组被试的国家认同分数明显高于低责任组被

试的国家认同分数。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即社会责任感会促进青少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朱皆笑等，2014)。
社会环境和内在动机是影响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因素(魏海苓，2014；杨丽丽，2015)，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

高责任感群体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更能感知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力、组织力，这种对国家认可进一步激

发了爱国热情，提升了国家认同(雷冬红等，2020)，同样，构建国家认同也需要构建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

意识(程亚运，杜贤赞，2020)，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无论是古代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还是当代以“爱国敬业和谐友善”为代表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无一不在彰显责任感在中国精神中的重

要地位，从责任感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推测来看，高责任组被试会主动认为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

更加关心他人、社会以及国家发展状况，并将自己的高责任变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在这个过

程中又进一步加深自己对国家社会的感受和理解，故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 
实验发现，抗疫精神被启动的被试的国家认同分数明显高于其他被试。在本实验中，相对于并未观

看抗疫视频的被试而言，观看了抗疫视频的被试在新冠肺炎背后全民抗疫精神这种正能量积极情感的引

导和鼓舞下，对国家认同程度明显提升。这也与以往的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基本符合，即相比于中性条件，

在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更容易产生对自身所涉及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孔亚亚等，2020)。在新冠疫情背

景下以抗疫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体现出大量热爱祖国，奉献他人的精神内核，视频材料则是以直观的

媒介方式进一步突出的这种精神表达，发挥了良好的情绪启动效应。情景的重现以及自身的感动对国家

认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猜测在视频材料中呈现出来的各行各业的无私奉献、全国一条心互帮互助共

度难关的氛围让观看视频组的被试产生了道德感动，并且被试街市此次疫情的亲身经历者，可以感受到

国家政府，各行各业都为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而呈现出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发现，在抗疫精神的启动下，青少年群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明显增强。国家认同

教育是提升青少年群体对国家、民族更深入了解的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构建民族自豪感的重中之重，只

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认同，同样也只有在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为其做出贡献，为其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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